
中国精品年鉴
发挥引领作用的思考

刘传仁①

摘　要　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精品年鉴引领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为充分发挥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赋予了推进动能。发

挥好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首先应该把握中国精品年鉴精髓，从框架设计、条目

编写、装帧设计３个方面实现认知升华；其次要通过融会贯通，在严守规范、系统全
面、开拓创新上实现感悟提升；再次要在编纂实践中以中国精品年鉴为引领，通过开

拓进取，守正创新，实现超越，开创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　精品年鉴　品读　引领作用

“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提供了年鉴编纂样板和研究靶向，通过广泛开展品读、讨论、

交流等一系列活动，构筑起了品评感悟、思考分析、提高升华的平台，为充分发挥中国精品

年鉴的引领作用赋予了推进动能。所谓引领作用，就是要通过以点带面，实现编纂人员的

业务能力提升和年鉴编纂质量的提高。笔者通过品读《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孝义年鉴（２０２０）》４部中国精品年鉴，①体会到发挥好
引领作用应从把握精品年鉴精髓、融会贯通、守正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一、把握精髓，实现认知升华

发挥好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必须用心把握中国精品年鉴精髓。把握精髓，

核心在质量。一部年鉴的质量，主要从三个方面考量：一是框架设计，二是条目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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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装帧设计。① 从这三个方面着眼，中国精品年鉴均表现出其独到之处。框架设计

紧跟时代发展，设置科学严谨，归属合理得当；条目记述完整，资料翔实，编写规范；装

帧设计不落俗套，清新自然，专题图片设置特色鲜明，图文表录等多维展现。概而言

之，为更好发挥中国精品年鉴引领作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真把握中国精品年鉴的

精髓。

（一）框架设计紧扣时代脉搏，彰显地域特色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框架设计合理，层次清楚，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全面记述的同时，
精准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新动态、新变化，并注重彰显地域特色。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共同特点是框架设计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紧贴区域发展实际，
紧随经济发展变化。《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置“海洋经济”“连云港港”“开放型经济”
“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地方特色、时代特征鲜明的类目，尤其将海港城市特色作为最

主要的城市特色加以突出，设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类目，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将连

云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

范项目”的重要指示，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中哈物流合作基地”“上合组织国际物流

园”“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建设”等分目，对连云港市聚力打造标杆示范项目的实践进行

生动翔实的记述。《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聚焦地域发展特色，设置“长株潭‘两型社会’试
验区”“湖南湘江新区”“开发区”等特色类目。《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设置“功能区建
设”类目，下设“北京商务中心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关村朝阳园”“温榆河生态走

廊”“金盏金融商务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试验区”６个分目，充分体现朝阳区作为国际
一流的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各类国际化社区的承载地，创新引领的首

都窗口区、大尺度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区、高水平城市化综合改革先行区的功能定位。《孝

义年鉴（２０２０）》针对脱贫攻坚关键年，将“脱贫攻坚”由分目升格为类目，翔实记述精准
扶贫的攻坚成果；设“开发区建设”类目，凸显开发区经济推动孝义转型发展的主引擎作

用；在“工业”类目中下设“原煤生产”“煤炭加工”“铝工业”等分目，全面梳理推进产业

结构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的新变化。又如，入选第三批中国精品年鉴的

《扬州年鉴（２０１８）》从大处着手，注重体现区域效应，主动融入整体发展的胸怀，设“区域
融合发展”类目，下设“综述”“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跨江融合与长三角区域合作”

“宁镇扬一体化发展”“对口支援”分目，②充分体现扬州融入扬子江城市群建设、推进宁

镇扬一体化建设，参与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融入大运河文化建设，参与“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建设等。

（二）条目编写成体系，亮点纷呈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条目编写严守规范，注重点面结合，彰显年度亮点，形成了以“概
况”条目为引导、常规条目为主体、特色条目为亮点的条目编写体系。例如，《连云港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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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在各分目中精选年度大事、要事、重要活动作为特色条目记述入鉴，在“种植业”
“畜牧业”“水产业”“石化产业”“新能源产业”“装备制造业”等分目下，均设有充分体现

行业技术改造、项目建设、产品开发等内容的条目。同时注重把年度新发展、新变化事件

挖掘编纂成动态条目，形成“动静结合”的立体资料体系，增加资料信息的容量和灵动性。

例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连云港港”类目“港区建设”分目下设“连云港市入选港口型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连云港港至南非集装箱直航航线开通”“港口出口汽车刷新记

录”等动态特色条目，充分彰显年度亮点。《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从彰显区情定位方面
精准发力，选题立目围绕区域功能定位呈现工作亮点，通过设置“冬奥会倒计时１０００天”
“筹备冬奥会测试赛”等条目，体现朝阳区作为“双奥之城”的主承载区，在服务保障中发

挥的“朝阳力量”。《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在“文化”类目增设“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民间艺
术研究”条目，在“群众体育”类目中增加记述“健身推广活动”等特色条目，展现传统与现

代交融的文化生活，描绘幸福民生的城市色彩。

表１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特色类目设置情况一览表

年鉴名称 特色类目数量 特色类目名称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 ６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海洋经济、连云港港、开放型经济、乡

村建设、社会治理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 ３ 设置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湖南湘江新区、开发区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 １ 功能区建设

《孝义年鉴（２０２０）》 ２ 开发区建设、脱贫攻坚

（三）装帧设计优化，突出地域特色

为了更好地展示地域特征，提升年鉴的可读性、亲和力，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在装帧设
计方面也各具特色。例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封面选取桥头堡、海浪、“一带一路”等
港城元素，表达连云港依山傍海、沟通欧亚的地理文化特征，并通过烫金、ＵＶ等印刷工
艺增强艺术效果。《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卷名采用毛体书法与现代排布相结合的方式，使
用烫黑金和热压工艺，带有浮雕感，凹凸有致；封面的图形选用当地文化符号元素，通过

图片变图形的抽象化过程，将时代感和地方特色紧密结合；通过选取湘江边的杜甫江

阁，放大了封面载体功能，简洁又充满创意。《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封面设计集聚了
行政区划简图、鸟巢、水立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社等地标性建筑，整体风格

独特典雅；内页排版各种图、表、数交融，专题图片分类编排，采用跨页、叠印等设计，年

鉴图文并茂。《孝义年鉴（２０２０）》专题图片设计凸显“忠孝节义、行孝重义”；文化生活
板块插入皮影、剪纸、贾家庄婚俗等图片，从数字孝义、城市名片、基础建设等７个方面
集中呈现孝义城市品质。

０４

中国年鉴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二、融会贯通，实现感悟提升

发挥好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要通过对中国精品年鉴的深入品读，将品之所得、

比之所见、改之所历融会贯通，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磨砺，从个别上升到一

般，从感性升华到理性，真正把握年鉴工作的规律，把品读成果转化成推进工作的成效。

（一）感悟中国精品年鉴如何做到严守规范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严格遵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从编辑说明到索引，均能做到严守体例，坚守规

范，编校到位，没有发现文字、标点、编排等方面的差错。例如，在“开放型经济”“外事”

“侨务”“港澳事务”“军事”“民族宗教事务”等类目、分目中，严把保密关的同时，杜绝了将

港澳台资视作外资、将港澳台同胞视作华侨的表述，杜绝了部队番号、征兵数等敏感内容

的出现。作为年鉴主体的条目编写，选题新颖、准确、系统，条目标题概括准确，条目释文

语言精练，坚持述而不论，且排列有序。大事记选录得当，事条以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为

主，以领导调研、视察、会议为线索的事条较少，以事系人处理得当。

（二）感悟中国精品年鉴如何使资料系统全面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基础资料丰富，注重精选图表，使用链接、延伸阅读、名词解释等丰
富资料，突出年度特点。《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收录图片２８９幅、表格８４张，使用“链接”
对有效资料进行扩展，强化年鉴内容的表达效果。《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收录图片２７３幅、表
格７６张，使用“延伸阅读”“名词解释”等提升资料信息含量，在“统计资料”中收录长沙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统计资料，同时收录“全国三十五个城市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表”，便于读者对照、分析、比较。《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大量使用表格，以数据直观反映工业
经济飞速发展。《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孝义年鉴（２０２０）》都结合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这一年度主题，通过专题图片、特载等形式辑录了跨年度
和历时性资料。“通过回溯记录和年度现状书写，不仅可以增强资料厚度，展现记述深度，

而且能够更好地反映时代特征、年度特色、地方特点，彰显年鉴自身文献价值。”①

（三）感悟精品年鉴如何实现开拓创新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严守规范的基础上，注重开拓创新，具有很好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１卷首专题图片创新表现形式，注重视觉传达。精品年鉴的专题图片注重策划设计，

资料意识、创新意识增强，广泛反映社会民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主题鲜明、素材典

型、脉络清晰、设计美观、编排科学。《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７０年回眸”专题，《长沙年
鉴（２０２０）》设“７０年长沙”专题，用新旧对比的图片，一目了然地感受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设置国庆７０周年朝阳女民兵方队全面受阅、国际风情节、中外居

１４

中国精品年鉴发挥引领作用的思考

① 牟国义：《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年鉴书写》，《中国年鉴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民过大年等图片。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卷首专题图片的设置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具有很强
的视觉冲击力、现实感染力，也具有较大的宣传价值、美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２“特载”选题新颖，注重全局性、重大性、特殊性。《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置“连云
港市迈入高铁时代”“连云港市改革开放４０年”等内容，《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长沙市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纪实”等
内容。这些具有重大意义或特殊意义的文献资料，年度主题鲜明，避免了简单以党委和政

府工作报告作“特载”的现象，彰显了年鉴资料的系统性。

３紧跟时代，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４部中国精品年鉴，敏锐地捕捉社会信息，深
度挖掘年度具有标杆性的人和事，凸显人民的伟大，从卷首专题图片、特载到正文，充分体

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在卷首专题图片中设置“人民楷模
王继才”专题，精选王继才在海岛生活工作图片，在特载中载入“人民楷模———王继才守岛

卫国３２年”的文章，回顾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把“共和国勋章”
荣誉称号获得者袁隆平作为首条年度事件刊载，并将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评选

的２０１９年年度人物、事件各１０名（件）刊登在卷首，充分记录长沙市范围内涌现出来的对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和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充分反映长沙人民在建设现代

化长沙的奋斗目标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传播正能量。《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
设置专文，以“以身许党许国　付出无悔青春”为题，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受
阅女民兵代表张晓菲的事迹；收录“‘朝阳群众管城市’公众号升级”等“朝阳群众”参与城

市共建共治共管方面的内容，突出“朝阳群众”品牌效能，在“教育”类目下，记述百姓关心

的新建、合并、撤销或更名的学校等。《孝义年鉴（２０２０）》设置“采煤沉陷区治理”分目，记
述压煤村庄搬迁等，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通过挖掘年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和

事，将孝义人创造的年度成就转化为历史记录。

三、以中国精品年鉴为引领，守正创新实现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①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应以中国精品年鉴为

引领，开拓进取，守正创新，不断开创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一）提升认识，感悟责任

中国精品年鉴是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的高水平展现，标志着年鉴事业发展的新高度。

品读精品，既是对年鉴编纂再认识的过程，也是认识提升、观念转变的过程。年鉴编纂工

作者是年鉴的具体加工者，年鉴编纂工作者的认识高度和编纂水平决定着年鉴质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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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品读精品，应对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勤学慎思，感悟责任，勇于探索

实现开拓创新的新局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①年鉴人如何把每一年震撼人心的“中国故事”，举世瞩目的“中国奇

迹”，气象万千的“中国答卷”一一收录好，记载好，意义重大而深远。应充分发挥好中国精

品年鉴的引领作用，通过不懈努力进一步推进年鉴质量建设，“使年鉴真正成为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展示中国国情、地情的重要窗口，成为‘为当代提供资政辅

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的资源宝库”②。

（二）提升能力，积蓄力量

在年鉴编纂实践中应结合品读中国精品年鉴的收获，回望自己的年鉴编纂工作，审视

自己编纂的成果，把品读成果转化成推进工作的成效。把握中国精品年鉴的特色亮点，借

鉴好的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不足或有待改进之处，提出优化思路和改进完善的具体办

法，建立健全年鉴质量监管体系及其评价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摸清新时代年鉴编纂规律，

探索编纂精品年鉴的工作机制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③如何编好年鉴，

在年鉴中记录好新时代伟大变革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一项

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年鉴编纂工作中，突出变革赋能，坚持理念创新，对标对表精品年

鉴，精准取经，结合当地实际，吸收对标精品年鉴在特色、创新、规范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

法，提升能力，积蓄力量，站在精品年鉴肩上起跑，提升年鉴品质。

（三）提升质量，实现超越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实施，持续为全国地方综合年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理念、汇聚新

动能、提供新机遇。“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的开展，体现了以读促学、学以致用的主旨，营

造了“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良好氛围，可以引导编纂出更多精品年鉴，实现超越。

一是要敢于实践，自我革新。没有一部精品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年鉴工作者作为年

鉴编纂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培育者，应以职业的责任和使命，练就高屋建瓴、统筹全局的本

领。牢固树立“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责任意识，以创新理念引领编纂工作，全方位探索

精品年鉴之路，在年鉴编纂中不局限于单部年鉴，应运用系统思维的方法，充分考虑事物

的纵向联系和横向发展，全面、深入、立体地记述好所载地域的年度发展。

二是要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年鉴事业发展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更新理念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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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现在品读的中国精品年鉴只能代表过去，所以学习精品不能机械模仿，要做到精准取

经、常编常新。要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特殊性，从自身不同的发展实际出发，

注意体现当地地域个性和多样化的特点，紧扣国家政策科学设计框架，结合地方特色精心

选材，全面系统梳理资料，展现年度特点，编纂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精品，实现新

跨越。

三是要坚持工匠精神，守正创新。要善于统筹安排，综合分析资料的专业性、内容的

时代性，进行恰当布局；要富有创造性思维，尝试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要勤于钻研，布

局要有深度，例如对科学技术的记述不仅要反映新的科技成果，还要体现科学思想、科学

精神；选择图片不仅要考虑图文相适，还要考虑通过形象、场景、情感来展示美的魅力；资

料要系统、要有深度，不仅要考虑常规资料，还要按需提供相互衔接的延伸阅读资料等。

精雕细刻，如琢如磨。在年鉴工作中要处处透露出工匠精神，努力编纂出一部资料深厚权

威、内容精湛精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年鉴。

四、结　语

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任重而道远，“更好地发挥精品年鉴建设辐射引领全国年鉴事业

发展的作用，从而集中力量办大办好年鉴，具有非常重要且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①。品读精品不能局限于一季、一年或一次活动，应长期坚守，持续深入思考研究，精

益求精，不断提高攀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

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②我们应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充分发挥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精品意识，对年鉴编纂工作进行深

入研究，对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付之行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完成从实

践到理论的转化，发挥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价值，真正做到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年鉴

编纂工作实践。坚持对立统一关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将中国精品年鉴的个别经验转

化上升为一般规律，实现编纂理念的升华。坚持创新突破，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通过充分

展现年鉴的独到价值，在年鉴编纂中有作为、有创新、有突破、有超越，为年鉴事业发展探

索新路，充分发挥年鉴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为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记录好各地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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